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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集结了季羡林关于读书、治学和写作方面的心得，另收录了他对陈寅恪、胡适等人治学理论的论
述。做了一辈子学术研究的季羡林，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坦诚地拿出来与人分享，于广大学生和学者而
言，都是很有益处的。

Page 2



《《读书·治学·写作》（精装》

作者简介

季羡林（1911—2009），字希逋，又字齐奘，山东临清人，语言学家、东方文化研究专家、散文家，
被称为“学界泰斗”。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
习梵文、巴利文、吐火罗文等，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46年归国，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
任，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。曾任北大副校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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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全书分为三部分：一、读书 二、治学   三、写作。第一部分《开卷有益》，看书要精度和泛读。泛
读能增加知识量，博古通今。在这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，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来源。第二部分《研
究学问的三个境界》，投入学术工作需要这三个境界。《搜集资料必须有“竭泽而渔”的气魄》，我
们要做到广征博引，巨细不遗。《关于义理,文章与考证》，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。《一些具体的
想法》，提出对“史”的重写。（想到自己的专业，“重写音乐史”在前几年是热点问题。）第三部
分《语言混乱数例》，我们以为自己的中文水平很好，其实在某些时候，我们用词不是那么准确，甚
至有些词语句子是在生编硬造，写出一些自己都看不懂的词句。我觉得应该买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作
为工具书。（逛书店还看到店里在推荐这本词典。）看完书，了解治学之道，很有启发。
2、关于“治学”没有认真读，感觉其方法不适合当前；季老竟如此推崇散文；最大影响在于，我想
找更多的古文来看
3、刚开始看这书觉得挺不错，越往后看，越心生一种莫名的抵触，也许是因为季老极其推崇散文、
反复的讲散文，而我又很讨厌散文吧。另外由于这本书是季老高龄编写的集，季老说散文要求有一股
气，但我认为这本集里面是没有的。里面早年的一些文章很能透露出季老的谦虚和敬畏，让人读着很
舒服而佩服；但晚年的文章就有些说教感，大抵是年龄不同心态变了吧。
4、博览群书，严谨治学，写作求新。

5、老爷子真是真诚且有趣~
6、季老自选的文章，质量高，内容少有重复的。磨铁的书还不错。谈读书：“坐拥书城意未足”，
何其妙哉！谈治学：竭泽而渔的搜集资料，死缠烂打的研究问题，重视考证的严谨作风，对东西文化
的独特了解，强调勤学外语的重要，这些都让人深思的谈写作：对散文写作的惨淡经营的强调，虽然
我对此不很赞同，但也确实开始思考结构的重要了。
7、偶然读到的一本，很有意思，很多往事，让人感觉很平易近人，文人的风采卓显！
8、有一些重复的文章，作为脑残粉收藏还不错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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